
2016 S.6A 曾穎欣 

 

何謂明日領袖？這是我參加「清華大學明日領袖培訓計劃 2016」前的疑問，同

樣也吸引了我參加該計劃。 

 

「清華大學明日領袖培訓計劃 2016」只是看到這個名稱已經引人入勝。清華大

學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名牌大學，亦是國際上知名的學府，但這又與明日領袖有何

關係？計劃的重點當然是培訓我們新青年一代，發掘我們的領袖潛能。 

 

在這個計劃中，我所學到的東西是預料之外的。聽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范徐麗泰大紫荊勳賢的研討會、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太平紳士的研討會、清華大

學教授的講課、社會成功人士的講座、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總幹事-蘇祉祺博士

的講話、第二十一屈香港大專學壇十二位幹事和一百三十位團友的分享，讓我對

中國國情有更深入的探討和分析，了解到中國國情的複雜性，以及明白靜心聆聽、

尊重別人的重要性。 

 

還記得上中四歷史課時，葉副校問到:「政治是甚麼？」班上一片清靜，沒有同

學懂得回答，大概是因為政治一詞太空泛了！我認為政治是一個制度，了無氣色，

但它卻影響着一個地方的經濟、文化等。針對中國而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可能是唯一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體制。中國地方大人口多，要管理一個這樣

的國家，就不可能完全跟隨西方的政治制度。身為明日領袖的我們，必須要有精

明的觀察力，選擇出最合適的方法，堅持自己的判斷力。 

 

所謂「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中國 1978年的政治改革，同樣是中國外交的轉捩點。

不少國家在 80年代開始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但同時亦對中國的防範增加。「中

國威脅論」成為世界熱話，中國在國際上的角色糢糊不定。對於中國推行的「一

帶一路」和「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世界各國對其議論紛紛，對其又愛又恨。

就此而言，我們新一代青年應把握這個機遇走向世界。 

 

「每一個國家都是來自昨天」這是清華大學經濟研究所---劉美珣教授所說的。中

國近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是世界公認的經濟強國。但這一切都是得來不

易，均需靠前人種樹，後人才可乘涼。而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面對中國經濟放

緩、經濟全球化的挑戰和機遇，就需要靠我們這一代人去尋覓和開拓。 

 

希望來年有更多辛亥年的師弟師妹參加該計劃，不但可以建立一段珍貴的友誼、

四處遊歷增廣見聞，更可一嘗在清華大學上課的滋味，以及讓大家有信心可以做

到一名成功的明日領袖。 

 

每個人都應有屬於自己的位置，每個人都可以是明日領袖。 



2016 S.6A 陳彥婷 

 

在 2016年 6月 3日至 10日期間，我跟曾穎欣同學有幸一起參與「清華大學明日

領袖培訓計劃 2016」八天七夜的學習之旅，與不同的大中學生以及清華大學的

學生交流。每次參加不同的交流團也會為我帶來不同的經歷和感受。首先非常榮

幸能夠成為這個交流團成員之一，可以親身到訪全國首屈一指的學所、參觀人大、

國家博物館等。對於一個剛剛高中畢業的學生來說，能夠在清華大學上課、聆聽

著名教授分享演講等是一個很新奇又難忘的體會。 

 

在眾多個活動之中，我最感興趣的當然是在清華大學聽教授演講。雖然有時候會

因為教授語調較慢而感到疲累，但大部分的內容也是相當精彩。尤其是在香港土

生土長的我們，很多時候在這個教育制度下只會單一的接觸某樣事物，學的也會

有所局限。而是次機會好讓我們挑戰舊有的思想和框架，讓我們的思考、個人成

長及人際關係方面也有新的突破。若願意放開心胸，以欣賞的角度去看待中國現

今的發展，嘗試從他人角色了解不同的文化差異，你會發現原來許多事情也不能

以非黑即白的態度看待。 

 

不要對其想法有所前設，你會發現許多事情也只不過是相對上的比較。不分對或

錯，只是純粹那個制度那個體制最適合國家發展。所有的學說﹑理論也不能一概

而論。中國的確是一個特別的國家，近年改革開放後急速發展，由一個內憂外患﹑

國庫空虛的國家發展至如今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在國際舞台中扮演舉中

輕重的角色。她的過去﹑她的發展﹑她的進步也是獨一無二的。能夠聽到各教授

的演說的確獲益良多，可以從他們的親身經歷知道更多當地人的想法，從他們的

角度出發。 

 

另外，我很熱忱參與交流團的原因除了突破自己、擴闊視野外，最重要的還是讓

自己更學會與不同的人溝通、協商，然後共同完成任務。一樣米養百樣人，每個

人都有不同屬於自己的個性。君子和而不同，在這幾天共同生活，學會的是耐心

聆聽、學會的是細心欣賞、學會的是開放接納。每個相識相遇相知也是一個緣份，

能夠在這裡認識，成為朋友也是十分難得。希望縱使這個交流團已經完結，但在

這裡留下的回憶不會因時間消逝而失去了蹤影，在這裡建立的友誼不會因為生活

忙碌而各散東西，在大家心中的面貌也不會隨年歲而變得模糊。在北京留下的腳

印將會化成烙印銘於心，不因忙碌，而忘記。 

 

我是由心底裹推介大家參與這個交流團的，它有別於其他團，它是需要透過面試﹑

輪選才能加入的。在準備面試的過程中，無疑加深了自己對國情的認識，同時也

對通識教育一科有巨大的幫助。透過在清華大學中上課，更對中國的人和事有了

全新的體會。其實了解香港﹑了解祖國是一個公民責任，資料經過自己思想的過

濾，才能真實的成為自己所擁有的知識。從前因通識科所培養出事事關心的習慣



不應因解脫了考試的制肘而消失，反而踏出了校門﹑背著另一個身分 ---- 一個

年青人﹑未來社會的希望--- 更要比從前更關心兩岸發展，為未來好好打算。 

 


